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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随忆 
 

北京邮电大学 冯甦中 

 

    三十年，在人生的旅程中是漫长的，在历史的长河里又是那么的短暂。 

恢复研究生教育三十年，我亲历了北京邮电大学从研究生科到研究生部到研

究生院；每年招生十余名到现在的每年招生 2500 余人的发展历程。三十年来，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突飞猛进，北邮研究生教育蒸蒸日上。三十年来,北邮研

究生教育前进的每一步都饱含了学校领导的办学思想；每一步都饱含了管理者的

辛勤耕耘，这中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个中的曲折和辛苦。 

在这三十年里，北邮的研究生教育有过诸多的荣誉: 

最早提出研究生工作统一管理模式的单位之一； 

最早开展同等学力申请学位的单位之一； 

最早开展工程硕士教育模式试点的单位之一； 

最早提出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集中管理模式的单位之一； 

最早参与北京市学位研究生教育研讨的单位之一； 

最早启动 211工程建设的学校之一； 

北京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思想教育组牵头单位之一； 

在恢复研究生教育二十年时，北邮研究生部被教育部评为“研究生教育先进

单位”； 

全国 56所设有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 

回忆这三十年的历程，总有那么多的往事浮在眼前，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工作中建立了团队作风 

恢复招生的头几年，小小的研究生科办公室只有一间房，4 个人，全是女同

胞。麻雀虽小五脏齐全，一切规章都要从头立起，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晚上

加班是常事。最累的要数招生阶段。 

研究生招生是国家各层次教育的招生中，招生单位工作量最大、完成内容最

全的招生层次。从招生宣传到组织命题，从试题印刷到试题分发，从报名到组织

考试，从阅卷到录取，事无巨细样样要做。每年到招生忙的时候全体总动员，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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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硕士招生的试题分装，更是如此。为了保密而又不影响工作，一般都在晚上

加班。每次加班是大家最愉快的时候，终于大家聚到一起干同一件事。窗外寒风

凛冽，室内热火朝天。在做迭页，分页的重复劳动时，大家十分尊重的李凤和老

师不时地会说出几句平时很难从他口中听到的诙谐的语言，引得大家发出阵阵笑

声。这时候的指挥是招办主任，不管是研究生部主任、总支书记还是刚工作的科

员，都得听招办主任的调遣，此时招办主任的能力被充分的显示出来了，她把工

作安排的紧凑、合理，我们就可以少加一次班。80 年代加班都会是义务的，申

请加班费很难。大家想出了排队“敲竹杠”，工资最高的显然是研究生部主任，

他首先要拿钱给大家买夜宵，接下来书记会主动出钱，以后按工资的高低每晚有

一人拿钱请客。白天干了一天晚上还要干到深夜，大家都很累，有时候为了一份

试题会核查几个小时，尽管如此大家都没有怨言。现在办公自动化普及了，但是

至今还是有很多工作必须用手工来完成。这种加班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80年代初，试题由命题老师自己刻蜡纸，办公室负责印刷；以后由打字室打

字，但是公式、电路图都还要老师用手工画。再以后普及了计算机，逐步从命题

到印刷都实现了信息化。试题、信封可以打印了，每年的试题监印节约了大量的

时间和人力，当然试题印刷的质量也有了飞跃的发展。记得当年我们印完试卷自

己用三轮车拉回办公室保存，主管（北京邮电学院）院长路过看到，还与我们开

玩笑“你们拉着考卷招摇过市。”现在用车拉着，不知不觉地已经送到了保密室。 

自从国家统一组织研究生入学考试后，印象中我几乎就没有休过寒假。放假

前全国统一入学考试、春节前收外地试卷，一过初五就要整理试卷，以后就是组

织集中阅卷。所有的办公室成员都会非常自觉地在寒假时缩短外出探亲访友的时

间，在加班整理卷子前赶回来。记得办公室的葛丽梅老师说过：“要为了那几个

加班费我就不一定来，但我是研究生部的人，这是我的工作。”其实葛老师并不

是研招办的成员，只是大家都把研究生部（院）的工作都视为自己的工作，分工

合作是北邮研究生院几十年来形成的作风，形成了一个能打硬仗的团结协作的团

队。 

 

工作中悟出的人生哲理 

北京邮电大学是最早提出研究生工作统一管理模式的单位之一，其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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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集中管理的模式被教育部认定当时三种研究生学生管理的

模式之一（即招生规模在 500 人以下）。北邮研究生管理是以严谨、踏实保证质

量为基础的，自恢复招生后就实行每 2-3年修订一次培养方案，一直延续至今，

这是保证北邮研究生质量，学科紧跟前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保证研究生教育更

好的为社会服务的关键之一；这可能也是北邮研究生至今就业率保持在 100%的

关键吧。北邮保证研究生质量的另一个措施就是严把生源质量关，除了入学考试

的成绩外，严把政审关也是北邮的特点之一。至今我们每一名拟录取的考生在复

试时仍要考虑政治面试成绩。 

八十年代后期，在上级要求加强对研究生入学政治审查的政策下，北邮依靠

党组织建在研究生部的优势，对每一名拟录取的研究生都进行实地审查。把研究

生部的同志们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组去一个省或多个临近的省。因为要求一定

要到考生单位实地审查，在政审过程中我们经常为了一个考生要行程数天，翻山

越岭，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到 96 年。记得九十年代初期，我与罗玲老师分在一组

去山东政审，有一名拟录取考生的单位在山东临沭县的一个职业技术学校。我们

乘火车到了临沂，第二天一早又乘汽车来到了临沭，走遍了整个临沭县城也没有

找到这个学校。最后在一名交警的指点下我们打上了一辆摩的。这辆摩的拉着我

们“嘣嘣、嘣嘣”地走出了县城，不一会儿“嘣嘣、嘣嘣”地拐进了一条土路，

眼看着快要走进山里了，远远的还看见了一个高高的烈士陵园的碑。我和罗玲的

心都打起了鼓，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学校怎么会建在离县城这么远的山

里？会不会……”虽然我俩谁都没说什么，但我俩都在想怎么办……正在这时，

在烈士陵园围墙的一侧看见了一个大铁门，啊！正是我们要找的学校。摩的司机

在校门口等着我们近一个小时，又把我们送回了县城。只收了我们往返的车费，

记得好像是 12 元。为了一个考生往返两天多，行程那么艰难，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样做很值得。这次政审给我的教育和印象深刻：我们招到了一名好学生，这名

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了；老区人民的朴实，摩的司机可以满天要价，但是他没有；

山东在九十年代初就开始注重修路，在山东期间路边到处可以见到“要想富，先

修路”的标语，使得山东省在以后的发展中抢得先机，发展的速度在国内前列。 

记得还有一次与葛丽梅老师去华东地区政审。在上海的工作结束后要去另一

个城市，必须乘早上 5点的火车，即 4点就要从住地出发。旅店服务员告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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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出租车预约电话。第二天 4点钟，天漆黑，还下着雨，准时来接我们的出租车

司机是一名三十多岁女士。葛老师问：“这么早出来跑车不害怕吗？”女司机的

回答是“为了生活”。这句十几年来牢牢印在我脑子里的话，让我悟出了一个哲

理：每个人都要直面生活，每个人对生活都要有积极地态度，不能等、靠、要。

当时人们都认为的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比较高，但是他们的付出也是相应的。以后

我也把这件事讲给我的孩子和学生们听过，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我同样的感受。 

每一次的政审出行都会给我留下不同的感受，在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过程中，

是社会养育了学校，也是学校为社会服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给我们很多人

生的哲理。这是我们每一个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共同悟出的哲理，这也是北邮研究

生管理队伍能成为优秀集体的基础。 

 

工作中培养了进取精神 

有人说北邮研究生院是为学校出干部的地方，从研究生院（包括前期的研究

生部）出来的人几乎都被学校提拔为中层干部，两名院领导被提拔为校级干部。

我认为归结原因是研究生教育是学校最高层次的教育，需要大家努力进取才能跟

上国家研究生教育的步伐，才能在快速发展的研究生教育领域不落伍。自八十年

代起，研究生教育从日校生的单一模式，发展到现在的多种模式；学科建设从教

授自由发展到现在的国家有计划的导向发展。尤其是校 211 工程办公室放在研

究生院，更使得研究生院的领导必须站在全校的宏观发展的立场上来建设学校的

研究生教育。 

八十年代中国家刚开始同等学力申请学位的办学模式（当年称在职人员申请

学位），北邮就抓住机遇开展了这项工作。当时学校的首要目标就是提高教师队

伍的水平，当时的主管部门邮电部也不失时机地下文，让北邮办了多期在职邮电

高校教师的提高班。这部分学员成为我们学校最早获得同等学力研究生学位的

人。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北邮又抓住了工程硕士教育发展的契机，借助行业平

台把“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领域做到了全国招生人数第一。 

在职人员申请学位最难的是如何把好质量关。记得刚开展在职申请学位的三

年，每年都有一次审核会，所有当年有申请学位者的学校都要集中到一起，每个

学校都必须把当年申请学位的申请者的材料向所有的与会者汇报，各个学校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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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者都会本着相互帮助的目的互相挑毛病。只有通过了大家相互审核，各校回去

修正后才能允许答辩授学位。有时候在会上也会为了某个问题争执得厉害，最后

的裁决是学位办的领导，会后大家还是好朋友。好在当时开展这项教育模式的学

校很少，每次到会的学校只有一二十所，每所学校的申请者一般都是个位数。后

来回想起来，学位办当时花大力气这么做是一个非常高妙的办法。在制度还没健

全、工作还没有经验，又要保证学位质量，借助这些试点的高校经验和办法不是

最好的平台吗？确实“各家都有各家的高招”，每次会议大家都会学到不少经验，

我想也为后来学位办出台的一系列文件提供了素材。经过了几次的审查，一部分

管理规范的学校获得了免检权，北邮也在其中。尽管北邮有那么多的“最早”，

有非常好的生源，相对获得北邮学位的人数而言却并不多，这可能就是北邮严谨、

踏实的管理风格的结果吧。 

自 81 年起，每隔 2-3 年召开一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会议，审核

各校申报的学科点等，这个会议集中了国家各学科的精英，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初，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合影。作为国务院

学位办的借调人员，五次参加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会议，受到过江泽

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每次虽然只有短暂的十来分钟，对研究

生教育的促进却是巨大的，那些年正是我国学位制度从无到有，研究生教育、学

科建设发展壮大的十年。国家的重视，专家的努力，在那几年的建设下，学科水

平明显的提高，高校研究生教育明显地拉开了档次，为以后国家推行重点学科建

设、211工程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等高水平建设奠定了基础。 

  

关于工程硕士教育 

这个问题好像与前面的内容有一些距离，但我还是想谈谈我的想法。因为这

是我近两年研究的成果。 

近些年国家每年要招收二、三十万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而其中工程硕士要占

到其中的三分之一强。工程硕士教育已逐步走向正轨，并正在向双轨制教育模式

发展。但是近几年在对工程硕士教育进行了研究后，发现情况并不乐观，有些问

题可能会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经过调查研究和资料分析后认为，工程硕士教

育在实际的运作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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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与建设不到位。高校在工程硕士的课程设置上没有很好地体现工程

硕士和工学硕士应有的区分，教材、实验等环节基本沿用工学硕士的培养体系。 

教材与教学内容不适用。教材建设不足，不少都是借用工学硕士教材，基本

没有工程硕士专用教学用书。很多教师工程实践经验少，教学内容与工程实际不

能很好的衔接。有的教师因从未接触工程实践，对新技术、新设备不够了解，在

课程教学中很难加入本领域前沿工程技术。
 
 

学习时间不到位。突出表现在工程硕士在校学习时间没有达到规定标准，双

导师落实存在问题，在教师指导、课程设置以及企业参与方面都存在相应的问题。

同时，由于工程硕士是在职学习，工学矛盾突出，工程硕士用于学习的时间紧。 

导师的指导力度不够。指导教师中有相当部分未做过工程项目，指导论文撰

写有些力不从心。突出表现在学生与导师的联系较少，开题和中期检查有走过场

趋势，教、学脱节。
 
 

论文选题困难。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应该紧密结合工程实践，具有鲜明的针对

性、先进性和应用价值，也应该有一定的技术难度，但是目前多数选题难以达到

这一要求。
 
 

评价不到位。培养机构管理者和教师以工学学术学位的标准来看待工程硕

士，教学上没有很好的体现出与工学硕士的差别，对学生的引导和评价亦如此。 

工程硕士办学目的偏差。相当部分的学校把工程硕士办学作为学校创收的一

种途径。 

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程硕士的培养质量和工程硕士教育

自身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研究，加强理论研究，加强管理力度，实现

定期分层次评估：学校自我评估、校际互评、省市评估、民间机构（学术团体）

评估、国家评估等的方法是关键。尤其是自我评估，设计一套结构合理运作方便，

简单易行、科学合理的自我评估系统，并能实现网上运作，就能经常性为学校工

程硕士建设提供评价体系。而这个指标体系是量性的，学校经常为自己评估一下

工程硕士的教育质量不是更可行吗？如果像当初在职申请学位那样校级互评，也

会有同样的效果。 

 

我非常热爱研究生教育，为她献出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她也为我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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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全国的人脉，我为他们骄傲。三十年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培养了我严谨务实的

工作作风，使我终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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